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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玛格丽特 德拉布尔三部作品的阶梯式叙事视角
*

杨跃华

(四川外语学院 ,重庆 400031)

[摘要 ]玛格丽特 德拉布尔的小说  磨砺 ! ( 1965)、 瀑布 ! ( 1967)、 金色的国度 !

( 1975)三部小说不仅在内容上形成一个主题递进式的三部曲,而且在叙事视角的采用上也成

阶梯式,即分别以第一人称,第一人称加有限的第三人称和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的视角, 展示

了三位知识女性人生历程。德拉布尔关于知识女性小说在内容和形式表达上的统一性, 恰如

其分地展示了英国二十世纪六、七十年代知识女性从自我封闭、觉醒, 直至超越的成长历程。

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在一部小说中体现不足为奇,但在系列关联性极强的小说中以阶梯式

呈现,则体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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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
英国作为一个保守与进步共存的国家,当代的

女性主义运动及其在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始终张力

十足。英国的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一直发挥着

重大的作用。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英国的女性作

家更是为英国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从二十世

纪五十年代直至七、八十年代, 多丽丝 莱辛, 玛格

丽特 德拉布尔,穆里尔 斯帕克和艾里斯 默多

克等在遵循传统的同时大胆创新,丰富了文学的题

材和艺术风格,为英国文学的发展及其在世界文学

中的地位和影响做出了非凡的贡献。

玛格丽特 德拉布尔是战后英国最富有成就

的作家之一。作为英国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作家, 德

拉布尔被纳入 ∀现实主义风俗小说家 # [ 1]
的范围。

德拉布尔还因其创作的主题涉及道德观的改写而

被称为 ∀道德家#。由于是最早涉及二十世纪女性
主义运动的女性作家之一,她与同时代的著名作家

莱辛和卡特尔 ( Ange la Carter)关注英国的社会, 特

别是知识女性的问题。从 1963年开始至今, 德拉

布尔已创作出现实主义小说十五部及若干短篇小

说,还出版了  阿诺德 贝内特传 !和  安格斯 威

尔逊传 !两部人物传记, 主编过华兹华斯、哈代、伍

尔夫等经典大师的文集, 发表了大量文学评论, 并

主持了文学大典  牛津英国文学指南 !的编撰, 在

文学界享有当然的权威。她曾获得布莱克纪念奖、

罗斯纪念奖、爱 摩 福斯特奖等多项文学大奖,

并因其卓越的文学成就获英国女王所授 CBE勋位

之殊荣。德拉布尔不仅在本国深受瞩目,而且蜚声

国外。

国内对玛格丽特 德拉布尔的研究是从二十

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,主要涉及她本人及其早

期作品的介绍和部分小说的主题解读,对其作品的

创作手法和技巧的研究甚少。在以现实主义手法

创作的作品中讨论写作的手法和技巧似乎已经毫

无意义,也无新意可谈,但本文作者认为,现实主义

的大家们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大潮中仍旧在不断地

磨砺与创新。本文选择讨论的几部作品虽然已是

德拉布尔二十世纪六、七十年代的小说, 但就其叙

事视角的变换在相当意义上可视为一种创新,因为

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在一部小说中体现并不足

为奇, 但在一系列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小说中以阶梯

式呈现则体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。  磨砺 !、 瀑

布 !和  金色的国度 !三部小说阶梯式的叙事视角

为提升主题的表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123

* [收稿日期 ] 2010- 02- 01

[作者简介 ]杨跃华, 重庆人;博士, 副教授,在四川外语学院任教。



二、第一人称与小说  磨砺 !
许多女性作家在她们的早期作品中采用的叙

事角度大多为第一人称的 ∀ I#。这种叙事角度的选
择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: 第一, 女

性作家视野的局限性, 即生活内容和经历的有限;

第二, 女性作家更多地关注内心世界的感受和冲

突。德拉布尔在其第三部小说  磨砺 ! ( The

M illstone 1965)以第一人称 ∀ I#的视角叙述了女主

人公罗萨蒙德的 ∀成长 #历程。单身女博士罗萨蒙
德生活在知识的象牙塔里,学术论文的写作是她生

活中的头等大事,自己的情感生活和亲情似乎可有

可无。在父母让她暂住的公寓里,罗萨蒙德过着几

乎与世隔绝的学术生活。读者跟着罗萨蒙德 ∀ I#走

进她的内心,随着她的眼睛审视和理解着她的有限

外部世界。

小说一开始的 ∀我#对自己在十九岁时的反叛

尝试作了简要的回顾。从她和男友试图在开房时

的心里 ∀保守 #与行为上的放荡不羁, 开门见山地

表露了罗萨蒙德并非像很多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

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叛女性形象,因为开房后他们

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东西。如果十九岁的年纪是

追逐时代潮流的年龄, ∀我 #至少表现了那种年龄

反叛和跟随潮流的心理。崇尚独立的 ∀我 #, 在大

学本科期间的学业是成功的, 至于爱情, 算不上成

功,也谈不上失败。
[ 2]
虽然在学业上一往无前, 但

个人的情感生活却没有多少可以铭刻在心的东西。

在此期间, ∀我#所交往的人十分有限,虽然有着根

深蒂固的独立观念,但 ∀我 #并无自信。 ∀爱只是男

人生活中的一样东西, 但它确是女人生活的全部 #

( Drabble, 1986: 8)。随着 ∀我 #进入博士学习阶段,

∀我 #的情感生活却始终在一个 ∀绝妙的双重保护

系统#中游离。由于 ∀我#∀道德方面拘谨 #,又不自

觉地想让自己很独立, 所以, 在和异性的交往上,

∀我#同时与两个男人乔 赫特以及罗杰 安德森

约会, 让双方都认为 ∀我 #与另一方上了床, 这既保

持了贞操,又体现了 ∀我 #入时的 ∀正常#生活。不
料在与另一位男性乔治 马修斯的唯一一次耦合

中怀了孕。从此, ∀我 #背上了 ∀磨盘 #, 最后生下了

私生女奥克塔维亚。

以笔者之见,  磨砺 !整部小说所关注的主题

是知识女性从封闭的自我走出象牙塔的心路历程,

女权主义在此小说的存在并非是其凸显的主题。

小说大部分的笔墨花在 ∀我 #怀孕、生子,特别是为

女儿治病的描述上面。 ∀我 #根深蒂固的独立观念

主要来自于家庭的影响。 ∀我 #交往的人也仅仅是
名不副实的男友们和一个寄住在 ∀公寓 #里的女

友。这种自我隔离式的生活方式以第一人称视角

来讲述是最贴切的, 因为 ∀我#是独立的人, ∀我#的

生活是独立的, ∀我 #不需要社会的圈子, ∀我 # 也
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。 ∀女主人公罗萨蒙德在

她孕育之前脱离社会,躲在艺术的 ∃象牙塔 %里, 是

一个分裂的自我。# [ 3] ∀我 #的生活就是研究诗歌,

作为知识分子这无可非议, 但 ∀我#与社会的分离

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选择, 也包含 ∀我 #对社会的

无知与恐惧,同时也揭示出 ∀我 #心智的不成熟, 因

为 #我 #与社会的交互作用几乎为零。因此, ∀我 #
只知道我之所思所想。 ∀我 #即我的全部。所以,

第一人称视角的选择即是形式也是内容。

小说中私生子奥克塔维亚的出现是其母亲罗

萨蒙德与他人接触和交往的重要纽带。没有她,

∀我#的生活不需要改变, ∀我#自身也不需要改变。

正是通过母性, 通过为人母的责任和义务, 使 ∀我 #

这个单身母亲体验了做人的独立和责任。做单身

母亲是 ∀我 #自己的选择,不依赖男人, 因为 ∀我#骨

子里崇尚独立。 ∀我 #不得不与外界打交道, 这种

起初被动和无奈之举却提供了开启自我封闭之门

的契机。 ∀我#因此需要反省自我, 了解并适应外

部的社会生活。自从怀孕后由于孩子的原因,

∀我#要与医生等各色人群接触。 ∀我 #不得不与医

生、护士及其他病人交往而结束封闭的 ∀象牙塔 #
生活。 ∀我 #必须为他人负责, 我必须与周围的人

接触交流。无论 ∀我 #情愿与否, 我必须 ∀破壳 #。

母爱完全改变了 ∀我 #。 ∀我 #不再是那个单纯、幼

稚、自我封闭的独立女性, 在为孩子争取生命权利

的过程中, ∀我 #理解了独立、平等、公平等的真正

含义。抚养孩子的过程中让罗萨蒙德体验到作为

普通女性的心理。可以说, ∀我 #从小我走向了大
我,从而走向更为完整的自我。

但是, 因为罗萨蒙德思想和生活圈子的封闭,

∀我#的视角也仅仅局限于我思我想。 ∀我 #并没有

享受过真正爱情的甜蜜,偶尔一次的肌肤之亲也谈

不上感情。孩子的降生和成长使 ∀我 #逐渐意识到

自己情感世界的空白。孩子的父亲乔治完全不知

情, ∀我 #渐渐意识到自己对他产生的感情,但 ∀我 #
在小说的最后, 在时空都具备的情况下, 却还是未

能启齿,向乔治道出实情。故事的结尾是罗萨蒙德

与乔治的对话。看着熟睡的奥克塔维亚, 乔治说:

∀我走了, 明天很早就要上班。# ∀很高兴见着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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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好照顾自己! # ∀我 #说: ∀我会的。如果你要走
远,出国什么的, 告诉我一声。#乔治说: ∀好的, 你

不用太担心。#∀我 #说: ∀这是我的性格, 我恐怕没

法改了。#他回答道: ∀性格是改不了。# ( D rabb le,

1986: 172)

∀我 #的叙述视角产生个人型叙述声音。这种

私人声音的公开化既表现了叙述者还不具备从外

部来审视自我的能力即自闭状态的结果, 也预示着

叙事者渴望 ∀破壳 #的愿望。毕竟, 叙事者的私人

声音的公开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与故事主人公同

类人群的声音。创作  磨砺 !时的德拉布尔正处于

被家庭生活湮没, 对枯燥的婚姻生活倍感失望之

际。小说中 ∀我#对激情和欲望的恐惧和对婚姻的
抗拒是作家本人的理解和感悟。她对女性怀孕期

间的心理描写以及对母性的表达得益于她自身的

真实经历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数篇解读  磨砺 !

评论者都不约而同地揭示了其中的女性主义声音。

例如, 王桃花在其  论德拉布尔小说 &磨盘∋中男性

的 ∀他者 #地位!中指出,罗萨蒙德为保持独立而拒

斥性的做法无疑是 ∀过犹不及 #的, 显然带有早期

女性主义者追求女性绝对独立的偏激。
[ 4]
程倩在

 无望的突围 ( ( ( ( 评德拉布尔的女性小说 !里关

于  磨砺 !是这样评价的: ∀为了捍卫自己人格的独

立和生命的尊严, 为了坚守女性的自我价值, 现

代女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 陷入了自我封闭的怪

圈。德拉布尔对女主人公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温

和的批评, 她要唤起人们的思考:难道女性的自强

独立必定以女性的自我封闭和两性的彼此疏离为

代价吗? # [ 5]
罗莎蒙德的形象在揭示传统女性界定

中的种种矛盾,消解传统 ∀女性 #意义的同时, 也向

人们提出了新的问题: 现代女性应该是怎样的形

象? 她们的出路又在何方? 罗莎蒙德的婚姻观与

母性均已解构了传统的婚姻模式,解构了传统意义

上的男女二元对立,从而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并明确

现代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应有的地位。
[ 6]
瞿世镜

在  英国女作家德拉布尔的小说创作 !一文中也写

到:罗萨蒙德强烈的母爱之情 ∀被作者用第一人称

叙述直截了当地加以表达,那种近乎对话的笔法,

可谓德氏清澈透明的小说风格之典范。这部小说

为妇女小说树立了一个样板。# [ 7 ]

三、∀ I#和 ∀ SHE#在  瀑布 !中的双重

视角

作为一部很有争议的作品,德拉布尔的第五部

小说 瀑布 ! ( TheW aterfa ll 1969)讲述了女主人公

简 格蕾的婚外情故事。简喜欢写诗,与其丈夫马

尔科姆的结识是因为他的音乐。马尔科姆为了出

人头地,终日奔波在外, 把简和孩子搁置在家。故

事开始时, 简独自在家, 即将分娩第二孩子。第一

个孩子放在外祖母处, 简让表姐露西临时帮她一

下。简分娩后, 露西和丈夫詹姆斯来到简的家里轮

流照顾简。由于露西也有孩子,詹姆斯与简相处的

时间远远多于露西。简和詹姆斯的感情也就由此

发生了。婚外情的曝光源于简和詹姆斯带着孩子

驾车远游发生车祸后。詹姆斯九死一生回到自己

的家庭中。但小说的结尾让读者目睹了他俩婚外

情的继续, 而简的内心和对自己的认识则完全不同

于过去了。  瀑布 !引发的争议既有它涉及婚外情

的原因,更因为它对性爱的大胆又隐喻式的表达。

在小说的叙事手法上,  瀑布 !同时采用了 ∀ I#

和 ∀ SHE#两种视角交替进行的叙述。在该小说中,

第一人称视角的叙述形式主要承载的是小说主人

公的内省与表达, 是私人声音的公开化, 反映的内

容是主人公的理想和未来等。传统意义上的第三

人称视角在这部小说中却是以一个有限的观察者

的视角而存在。双视角的叙事被视为表达 ∀现实 #
与 ∀未来#的手段, ∀我们写小说不仅仅写书, 而是

要创造一种未来。通过人物我们描绘美好和不太

可能的蓝图, 让我们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子。#

(笔者自译 )
[ 8]
也有评论者认为双重视角的运用更

是体现 ∀真实#与 ∀虚构 #的关系。[ 9]
笔者认为,在上

述两种解读的关系上应该把这种双视角视为主人

公的 ∀现实生活 #和 ∀道德自我 #的完整体现。有限

的第三人称叙述是客观现实中发生的故事,呈现现

实中的、部分的 ∀我 #以及 ∀我 #的生活。第一人称

叙述, 以细腻的笔触对 ∀我 #过去、未来以及 ∀我#对

自身现实、理想、选择等的理性思考。两种叙述角

度不断交替地进行似乎也产生出了全知全能的第

三人称叙事效果。笔者认为, 德拉布尔在  瀑布 !

中有意运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视角叙事,时而

让读者靠近,甚至与叙述者的脉搏一起跳动, 时而

又将读者推远, 回到客观的现实中去。就在这一远

一近之间, 读者感受并了解到故事主人公的全部生

活:她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,也认识了主人公的道德

自我。

虽然在  瀑布 !的第一章第一段用了 ∀ I#且只

有一句话,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 那是一句 ∀自由

直接引语 #。小说的第一、二、三、四章, 采用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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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称叙事告之了读者,小说女主人公简 马尔可姆

马上要分娩了,而前来帮助她的只有她的表姐露茜

和表姐夫詹姆士以及接生婆 (二十世纪中叶还以

此方式分娩不得不令读者产生疑惑 )。由于露茜

还有孩子需要照料以及工作需要处理,多数时间表

姐夫詹姆士便承担起照顾简的责任。八天的时间,

两人从很客气的关系很快发展成为情人 (婚外情 )

关系。第九、十章叙述她俩情感的进一步加深, 继

而发展为实质上的夫妻关系 (表姐夫詹姆士帮带

小孩 )。第十五、十六、十七章描述双方感情更为

直白的行动以及女主人公深陷爱情的情感揭示。

只有半页文字的第二十章,简短地展示了詹姆士与

简和孩子在去往挪威的途中,再次相互表达深爱之

情的场景。第二十五章始于简和詹姆士出车祸后

的第十五天。此章中,第三人称叙述者给出了这样

的提示:车祸也许是简与詹姆士之间浪漫爱情的终

结,是 ∀婚外情#的必然, 因为简也许从未清醒过她

的现实世界;但还是第三人称叙述者又回答了简深

爱詹姆士的理由: 他给了简实质性的爱, 给了她经

济上的支持和 ∀丈夫 #般的责任。虽然第三人称的

叙事大多基于正在发生的现实,这一章全知全能的

叙述者则对人物的言行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和权威

的评论,并最终攫取了原本属于人物的声音。

 瀑布!中其余的二十二章均采用了第一人称

的叙事角度并发挥了两种功能:对现实中过去和正

在发生事件的补充,实现的是让读者了解到简的父

母及其生活的家庭氛围, 简与丈夫马尔克姆的家

庭、情感生活,简与表姐露西相处的经历, 简与詹姆

士婚外情生活;第二种功能揭示女主人公的理性反

思。第五章中写道: ∀ (因为 )很明显, 我没有告诉

关于我和詹姆士的 (全部 )真相。怎么能呢? ))

但我也没有撒谎。我仅仅是省略了一些: 只是按照

职业习惯做了编辑。这虽然不诚实, 但这种不诚实

并不是故意地虚假。我常想, 那不过是乏味的再

现,但新奇的事物中没有真实而言。看待一件事有

不同的角度:社会的, 性的,环境的,道德的,它们是

矛盾的,不能组成全部; 各自为政, 不可相互补充,

只能消除掉对方, 它们不能共存。我省略掉一切,

只剩下我对爱的发现、爱的认识, 因为我是那样深

深地爱着詹姆士。# [ 10]
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把第一、

二、三、四章中所讲的真实归结为不是全部的 ∀真

相 #,并且说明了理由。接着, ∀我 #又道出了 ∀被省

略了#的爱, ∀我#的母性,道德的 ∀我#,一个更为真

实的 ∀我 # (心理和精神上的 )。第一人称叙事所发

挥的两种功能在各自的章节中不可完全割裂,既有

事件的补充,更有内心的表白和反省。以第十八章

为例, 简为爱的行为辩护: ∀我在性上的得救不过

是人性中的可怕、讨厌的野性))为什么有的女人

就要去死, 而有的就得救? 我一直什么都没有, 而

且错误地认为自己不想要))现在, 我明白 (我与

表姐夫的婚外情 )自己有罪, 但有得救的机会我抓

住了: 我不管谁应该淹死,但我上了岸))我这样
做了, 按我本性做了))扭曲是残忍的,爱当然也

是残忍的, 它具选择性、太排外、不共戴天)) 我

不谴责我自己,我谴责是人性。可我爱詹姆士, 在

此时此刻, 为爱这样做是对的, 应该得到信任))

爱情并不新鲜, 历史上的女人经历过,它是一种传

统的疾病, 需要有两性的参与。也许, 我会像  无

名的裘德!中的苏内疚得发疯, 或者像  弗洛斯河
上的磨坊!中的玛琪,以溺水的方式求得重新获得

失去的爱人))在我们这个年代,该怎么办? 我们

开始就该溺水而亡? 我认为这是个令人悲哀的传

统。# (笔者自译 ) ( D rabb le, 1977: 160 162)

当简和詹姆士的婚外情由于车祸而公诸于众

后,虽然各自都没有离婚 (各自的对方都不提及此

事 ),但他俩的婚外情却仍在继续。通过第一人称

的叙述,读者看到了简从一个孤独、自闭、无助、绝

望的主妇, 逐渐成为一个独立、积极并且心智成熟

的女性。在  瀑布 !最后一章, 也算是后记中, ∀我 #

留下了这样的思考和决心: ∀我很可能会死于血

栓。从生下碧安卡 (简的第二个孩子 ( ( ( 笔者注 )

我就开始服用相关的药片,也许我会服用到死))

这就是现代女性必须付出的代价。在过去的小说

里,为爱付出的代价是死亡,贞洁女人死于分娩, 邪

恶的女人, 象娜娜,死于天花。现在,就得血栓或者

神经病))但我愿意承受这种痛苦。# (笔者自译 )

( Drabble, 1977: 256)

四、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与小说  金色
的国度 !

在对德拉布尔的研究中鲜有对  黄金国度!的

研究。但笔者认为,该作品是德拉布尔关于知识女

性愿景小说中最具浪漫与现实结合的作品。德拉

布尔在  磨砺!中完全使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唯
一的主角罗丝蒙德的故事,刻画这位年轻的知识女

性某种程度的成长是适宜的。但这样的视角所展

示的内容和主题很有限也是不言而喻的。在  瀑

布 !中,第一人称、第三人称视角的交替使用, 不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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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故事内容及人物的覆盖面扩大,而且为更深层次

地表现女主人公的理性提供了技术条件。那么, 作

为阶梯式叙事视角的最高层,  金色的国度!又是

如何从技巧上配合反映女主人公及其周围世界

的呢?

小说 黄金国度 !致力于探索物质世界和精神

领域的黄金国度。读者是通过叙述者全知全能的

观察视角和阐释能力,将弗朗西斯个人命运以及与

她相关的几位人物的物质与精神层面尽收眼底。

叙事者自由穿梭于不同身份、背景、年龄、心态的人

物内心世界之间, 对他们的内心活动、言行举止进

行多角度观察、前方位报道和权威性评判。小说的

中心意象是一只被置于塑料箱的章鱼,孤独而局促

地生活着。这一绝妙的隐喻似乎暗示着女性现实

人生的写照,女性生存的压抑感、孤独感和苍凉感

尽在不言中。由于叙述者挣脱了人物聚焦,有限视

角的束缚, 获得了全知全能的观察角度和阐释能

力,从而赋予作者外露叙述权威。读者则随着叙述

者在人物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中游弋。

首先印入读者眼帘的是女主人公弗朗西斯的

事业有成,却心力交瘁, 郁郁寡欢的境况。人到中

年,弗朗西斯以她的体魄和惊人的精力成为女性知

识分子中的佼佼者。第三人称叙述者成功地将镜

头拉得较远,以观者的视角让读者通过距离的美,

看到弗朗西斯女强人的一面: 事业成功, 却因无法

忍受丈夫成天无所事事、处世消极、与世格格不入

的性格,主动选择了离婚并独立承担起家庭的一

切,包括经济、抚养子女等责任。作为考古学家, 弗

朗西斯成为空中飞人,出差世界各地,不是开会, 就

是考古现场。作为成功的女性,弗朗西斯的活动空

间是跨地域,跨国界的。弗朗西斯冲破了禁锢传统

女性的空间藩篱,拓展了人际间的交往,在社会、事

业的舞台上尽享成功的喜悦和同行的敬仰。

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者不仅从女主人公

弗朗西斯 温格特的事业、情感和精神层面立体地

凸显了她的超越,而且利用全知全能视角将杰妮特

伯德,休斯,卡洛尔,这些与弗朗西斯有关的人物

一一地展示在读者面前,形成一个以弗朗西斯为中

心的群雕像。在这群人物中,与弗朗西斯完全不同

的 ∀弱女子#杰妮特 ( ( ( 温顺、依赖、毫无地位的家
庭妇女;卡罗尔 ( ( ( 弗朗西斯的情人并昭示了她的

爱情观;大卫 ( ( ( 坚韧、积极、热爱大自然的强者,

一个让弗朗西斯敬仰并获得友谊和精神力量的男

人;斯蒂芬 ( ( ( 弗朗西斯的侄子, 他的出场在一定

程度上揭示了英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青年一代的

社会问题。

视角宽阔与宏大的全知全能第三人称叙述者

也同样将弗朗西斯 温格特超越普通女性的生活

方式以及内心世界,即突破狭隘的女权主义和意识

形态约束的愿景,浪漫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在小说

的最后一章,我们看到弗朗西斯的情人卡罗尔, 与

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妻子彻底断绝了关系,从而实质

性地、道德地与弗朗西斯走在了一起并朝着婚姻的

方向迈进。在哲学和历史层面对人生及世界进行

深入思考之后, 弗朗西斯不再纠结于个人和家族遗

传疾病的困扰, 而是放眼未来。弗朗西斯的子女健

康地成长起来了,其中一个女儿已经成为一名物理

学家。杰妮特不再把自己 ∀囚禁 #在家里, 开始出

现在小镇的世人面前;大卫多数日子里独自遨游于

非洲、中东等大陆和国家之间并保持着与弗朗西斯

一家的联系。故事以弗朗西斯和卡罗尔被大卫邀

请去家里的所见以及由此得出的感慨结尾:大卫的

屋子里整洁高雅, 情趣盎然: 满架的书、大量的碟

片、立体声录放机,兰花图,瓷器,大块的圆砾岩, 水

晶等等。这些都让弗朗西斯感到惊讶,而卡罗尔对

大卫那里的一切一点也不感到诧异。也许,弗朗西

斯与卡罗尔的不同感受既暗示弗朗西斯作为女性

与男性感受的不同,也揭示了男性同样可以像女性

一样十分优雅地生活。

五、结语

评论家罗莎琳德 迈尔斯说, ∀德拉布尔具有

的时代感, 使她幸运地作为第一个表现六十年代英

国知识妇女心声的作家而成名。# [ 11]
二战后, 越来

越多的西方妇女接受了高等教育, 成为知识女性。

这些妇女在男权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压抑,并自

然地产生反抗。女主人公幻想着光明的前途和辉

煌的事业而走向社会,但现实迫使她们服从生活的

安排, 令她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梦想永远得不到

实现。德拉布尔说, ∀确实写的是做女人的处

境 ( ( ( 被婴儿捆住了手脚, 或者是生了个私生子,

或者是陷于无法就业的婚姻中。#
[ 12]
罗莎琳德 迈

尔斯还指出: ∀德拉布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, 她的

作品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状况及妇女的处境, 妇

女如何力图适应战后社会的变化,这种变化的心理

影响及她们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的过程 #。作家再

现当时的社会, 并在反映社会问题时夹杂着自身的

经历是十分自然的。但追求超越,可以说是每个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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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的奋斗目标。本文仅仅从德拉布尔对叙事视角

的阶梯式设置就可略见一斑。此时, 写作技巧和手

法本身已成为内容。虽然与颠覆传统的现代, 特别

是后现代的作家相比,这种形式即内容虽还不至于

让读者享受到因穷其智力穿越晦涩的迷宫之中的

冲击, 它却如春雨一般,以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

的效果再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坚如磐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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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 the ∀ Spiral#M ode of Point of V iew inM argaret Drabble% s Three Novels

YANG Yue hua

(S ichuan F oreign Languag e S tudies Un iv ersity, Ch ong qing 400074, Ch ina )

Abstract: As a tr ilogy, The M illstone, The W ater fal,l and The Realms o f Gold presen t the life and grow th of three fem a le

intellec tua ls. M argare tD rabb le em ployed the first pe rson po int of v iew, the first person po int of v iew and the th ird pe rson po int of

v iew, and the third person po int o f v iew respective ly in the three nove ls.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po int of v iew, the author o f this

paper intends to disc lo se that D rabble% s efforts of do ing so a re a rem arkable ach ievem ent in br ing ing about technique as content.

Keywords: M argaret D rabble; po int o f v iew; B ritish L iterature

128

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(社会科学版 ) 第 27卷


